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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ta visualization software CiteSpace was used to analyze and study the institutions, authors and 
keywords of Chinese literature on text mining collected by CNKI. The research shows three con-
clusions: 1) There is little cooperation between research institutions. 2) There is little communi-
cation and cooperation among scholars, and the sense of cooperation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 3) 
The hot topics include web mining, text classification,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western medicine, 
data stratification algorithm, big data text and emotion analysis. Text mining and emotion analysis 
under big data are the main research trend of text mining in China. 

 
Keywords 

Text Mining, Visual Analysis, Hot Topic, Trend 

 
 

国内文本挖掘的热点主题和前沿演进 

——基于CNKI收录文献的可视化分析 

王  鑫1，沈江明2，徐江南1，曾志勇3* 
1云南财经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云南省高校数据化运营管理工程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2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企业信息化部，云南 昆明 

 

 

*通讯作者。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sa
https://doi.org/10.12677/sa.2020.93052
https://doi.org/10.12677/sa.2020.93052
http://www.hanspub.org


王鑫 等 
 

 

DOI: 10.12677/sa.2020.93052 492 统计学与应用 

 

3云南财经大学信息学院，云南省高校数据化运营管理工程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2020年6月4日；录用日期：2020年6月17日；发布日期：2020年6月24日 

 
 

 

摘  要 

使用数据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基于中国学术网络出版总库(CNKI)收录的关于研究文本挖掘的中文文献

对机构、作者、关键词等绘制图谱并进行分析与评述。经研究表现出三方面结论：1) 各研究机构之间合

作比较分散，合作较少；2) 各学者间的交流与合作不显著，合作意识仍然有待提高；3) 研究的热点主

题有web挖掘、文本分类、中成药、西药、数据分层算法、大数据文本、情感分析；大数据下文本挖掘

与情感分析为我国文本挖掘研究的主要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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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大数据挖掘等技术的飞速发展，日常活动产出文本类电子日志与日俱增，使

得获取大量电子文本成本变低。而各个领域文本日志、文本数据都或多或少蕴含着有利于该领域发展的

潜藏信息，因此挖掘出其中蕴藏的信息财富变得尤为重要。这使得文本挖掘技术近年来在各个领域有极

其显著的发展。而同时文本类数据相较于结构化数据的特殊性，特别是中文类文本，由于中文语义及中

文文段没有像英文的天然空格作为分词等特点。对其进行分析往往需要更复杂的工序。因此文本挖掘技

术广受计算机技术领域与数据挖掘领域的关注。为了迅速把握我国文本挖掘技术研究的热点主题及趋势。

本文使用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 对 CNKI 平台收录的有关文本挖掘技术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定量分析[1]，期
望能够为文本挖掘技术的后续研究提供趋势参考，这对了解目前文本挖掘前沿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2. 研究工具及数据来源 

(一) 研究工具。本文的数据处理采用的是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的信息可视化专家陈超美教授开发的

CiteSpaceV 软件，该软件是在 JAVA 应用程序基础上开发的，能够对科学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跟踪领

域的研究热点，探测领域的研究趋势[2]。其特点是能把一个知识领域的大量文献数据以一种多元、分时、

动态的可视化图形将该领域的发展历程集中展现在一张知识图谱上[3]。而本文是基于 CiteSpace5.6.R4 版

本进行数据可视化，该版本容纳的数据量较之前版本大幅提升并加入支持图形旋转、压缩和舒展的功能

[4]。从而为本文提供的文献作者、机构、关键字等数据，绘制更优的可视化图谱、建立节点间的关联来

分析其之间的共现关系与共被引关系[5]。 
(二) 数据来源。本文的数据全部来源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收录的文献。使用 CNKI

的高级检索功能选择“文献”下的主题检索。在检索条件中填入“文本挖掘技术”“文本挖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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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为契合研究主题检索时间跨度选择的是 1998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4 月 18 日，且仅选择中文文献再

经过人工筛选剔除新闻宣传等非本文研究重点的文献，最终保留有分析价值的文献 1168 篇。最后将目标

文献以 Refworks 的参考文献格式导出并使用 CiteSpace 软件转码为其可以识别使用的文献格式。从而为

后续的分析提供了数据支持。 

3. 数据结果分析 

(一) 发文量情况统计 
1) 发文量与年份的统计分析。如图 1 显示了我国文本挖掘技术研究性文献在中国学术网络出版社总

库(CNKI)发文量随年份的变化趋势。图中可以看到第一篇研究文本挖掘的文献是在 1999 年发布的。此后

从 2001 年开始年发文量逐年快速线性上升且 2008 年突破了年发文量 80 篇，研究吸引力趋势可见一斑；

而 2008 年到 2015 年的年度发文量保持在 60 篇到 90 篇的区间内。2016 年的发文量达到峰值 118 篇。2017
年开始发文量有所下跌但至今每年发文量依然保持在 90 篇以上的水平。由此可见文本挖掘技术受到了我

国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与研究。 
 

 
Figure 1. Trend of publication volume 
图 1. 发文量年度趋势图 
 

2) 机构群与作者群分析。在运行 CiteSpace 前，设置时间跨度为 1998 年至 2020 年，时间切片(Years 
Per Slice)为 1 年，节点类型为机构(Institution)，TOPN = 50，将阈值(Thresholding)的 c 设置为 2，2，20；
cc 与 ccv 设置为 4，3，20。数据修剪(Pruning)勾选 Pathfinder 和 pruning sliced networks。其他参数均为默

认值。经过运行得到如图 2 的机构共现可视化图谱。可以看到图谱中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

研究所、兰州大学信息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三所机构节点较大，由 CiteSpace 绘制的图片发文量越多节

点越大的特点，可得这三所机构在我国文本挖掘的研究中发文量靠前、学术研究投入力度较大。此外，

可以从该图谱中看到其节点数(N)为 324，连线数(E)为 175，密度(Density)为 0.0033。而节点间的连接线

数表示节点即机构之间的联系，连接线越多表示机构间联系越紧密，图 2 中的连接数明显较少。其次，

密度值越小节点间的联系越稀疏，从而也佐证了各机构间合作比较稀疏，合作较少，缺乏合作。 
再次运行 CiteSpace，其他参数不变节点类型更改为作者(Author)。经过运行得到如图 3 的作者共现

可视化图谱，从图中不难看出文献产出数量较多的是吕爱平、郭洪涛、正光和姜淼，其他作者如谭勇、

杨静、吕诚、张弛等发文量次之。此外图中可以显著观察到其中图结构连线基本没有断裂，无子图独立

出现，这是由各个学者间交流合作的特性导致的。说明作者之间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交流与合作，但从图

中可以看到几位高产作者如郑光、姜淼、郭洪涛的交流与联系较少。另一方面，该图左上角数据显式的

节点数(N)为 499，连线数(E)为 293，密度(Density)为 0.0024。可见，我国文本挖掘的研究者们之间的交

流合作意识仍然有待提高，学者们仍应多找机会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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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Linkage distribution of institutions 
图 2. 机构共现可视化图谱 
 

 
Figure 3. Linkage distribution of authors 
图 3. 作者共现可视化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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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主题与热点分析。某项研究的主题与热点是该研究方向和重点的集中体现，因此深层次挖

掘研究的主题与热点信息对更加全面客观了解该研究内容具有十分显著的价值。而在某一研究中，关键

词是一个十分有用的衡量一篇文献主要内容的标准。并且，关键词出现频率较高就可以反映该领域的研

究热点[6]。此外，在使用关键词进行热点分析以聚类的方式进行时是以关键词共现分析作为基础，使用

聚类统计学方法作为工具将关键词共现网络关系简化为聚类总数相对较少的过程[7]。而本文的研究侧重

于通过该关键词聚类分析方法分析我国文本挖掘技术领域的研究热点，以可以客观分析出我国文本挖掘

技术领域的研究热点。 
在关键词聚类分析中，CiteSpace 的节点类型(Node Types)设置为关键词(Keyword)，其他参数保持不

变。从而运行得到关键词关系可视化图谱，再对其选择 LLR 算法进行聚类，以得到图 4 所示的关键词聚

类可视化图谱。此时从图左上角可以看到 Q = 0.6678 该值远大于 0.3 说明这个聚类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Mean Silhouette = 0.3873 也说明了该聚类的结构是合理的。并且，可以观察到其中呈现了“专利数据”“web
文本挖掘”“数据挖掘”“文本分类”“自然语言处理”“文本聚类”“hadoop”“技术主题”“中成药”

“vsm 模型”“情感倾向分析”“信息抽取”“文本挖掘技术”“新闻”“隐结构模型”“深度学习”

共 16 类，从而反映出了我国文本挖掘技术研究的热点并且该结果是合理显著的。 
 

 
Figure 4. Keyword clustering 
图 4. 关键词聚类可视化图谱 
 

(三) 研究趋势分析。鉴于凸现出的关键词可以反映某个关键词在某段时间内被引用的次数突然激增，

为此可以借助 CiteSpace 得到关键词凸现图以研究某一时间段内文本挖掘技术的研究趋势。如下图 5。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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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显示，在 2002~2012 年间的突现词为“web 挖掘”；2006~2010 年期间突现词为“文本分类”和“web
文本挖掘”；2011~212 年期间的突现词为“中成药”；2011~2013 年期间的突现词为“西药”；2012~2015
年期间的突现词为“数据分层算法”；2014~2020 年期间的突现词为“大数据”；2016~2020 年期间的突

现词为“情感分析”。其中“大数据”和“情感分析”突现情况一直延续到现在，可以说明其为目前我

国文本挖掘技术的主流发展趋势。 
 

 
Figure 5.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图 5. 关键词凸现图 

 

另一方面 CiteSpace 的强大功能给予了我们结合时序分析关键词的技术支持，而时序图即呈现该领域

的研究关键词随时间变化的图示，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各个时间段上的核心研究内容从而确定研

究的大致趋势。如下图 6 所示，即为文本挖掘技术研究领域的关键字时序图。从图中不难观察到每个时

间段内的重点关注对象不同，从而可以将我国文本挖掘技术的研究历程做一下划分。以更好的分析我国

文本挖掘技术的研究发展。 
 

 
Figure 6. Keyword distribution over time 
图 6. 关键词时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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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8~2002 年期间，可以看到文本挖掘研究主要的关键词有数据挖掘、信息挖掘、web 挖掘等，

基于我国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文本挖掘获得了更优质的计算方式，促使文本挖掘技术的研究开始进

入各位学者的视野。文本挖掘开始从数据信息检索向 web 端文本挖掘转移。 
2) 2003 年之后。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火热以及人工智能热的到来，而由于人工智能在中文领域的

发展如语音识别、问答系统等都需要借助文本挖掘技术得到文本信息，再加之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技术

的发展从而大大促进了我国文本挖掘这一基础技术提升，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者。并且文本挖掘技术逐

渐出现在各个领域，从之前的 web 文本挖掘逐渐到各个领域的文本挖掘技术如医药方面，专利挖掘方面、

投资者情绪分析，再到机器翻译、数据分层算法、主题识别等的研究。从而大量文献的涌现也使得文本

挖掘技术不断在更多的领域得到应用。 

4. 总结及期望 

对我国文本挖掘技术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后发现： 
第一，从文本挖掘研究的文献发文量角度看，整体发文量程上升趋势，2016 年及以前尤为显著，2017

年之后有所减少但整体数量仍保持在年 90 篇以上。说明文本挖掘技术自二十一世纪以来越来越受研究者

青睐。 
第二，从机构角度看，其分析结果表示研究文本挖掘的各机构间的联系比较少，主要以各自分散研

发为主。而中国医科大学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和兰州大学信息学院以及上海中医大学对文本挖掘技

术的研究贡献最为突出。为此应该加强各高产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促进文本挖掘技术的进步。从发文

作者角度看，经作者共被引分析发现，图普虽没呈现出完全独立的小团体，但集群间的联系十分稀少。

文本挖掘技术研究做出显著贡献的有吕爱平、郭洪涛、正光和姜淼。以他们为中心的作者联系很紧密，

而这些高产作者之间的联系依然很稀疏。从而，我国文本挖掘的研究者们之间的交流合作意识仍然有待

提高，学者们仍应多找机会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 
第三，从研究热点及趋势的角度看，我国文本挖掘技术的研究热点在从最初的 web 文本挖掘，一步

步走向各个领域的领域内文本挖掘，特别是医药领域。再到如今聚焦于大数据文本、情感分析、主题识

别。这些热点也说明了文本挖掘目前正在大力发展的方向及研究热情主要聚焦的主题。因此，更有效地

解决大数据下的文本挖掘、从文本中提取感情倾向以及提取文章主题中的问题仍然需要研究者投入热情，

从而促进文本挖掘技术的进一步突破。促进依靠文本挖掘技术的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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